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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动态

□两江观察

打赢疫情歼灭战，做好民生保障
至关重要。随着严格按照党中央关
于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进行更精准的管控，重庆提出，要把
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坚持远端保
货源、中端保畅通、末端保配送，千方
百计打通“最后一米”，确保民生服务

“不掉链子”。
为此，重庆统筹规划、多措并举，

尽心尽力做好群众生活服务保障：

首先是抓源头，保障市场供应。
当前，我市各区县都在加强产销对接，
稳定前端供应。总体来看，重庆现有
库存大米、食用油、各种肉类、水产、奶
品、方便食品等基本物资储备，能够满
足 10 个月以上的市民生活所需。这
一点，市民大可放心。

再看重百、永辉等30多家重点保
供企业，按照平时3倍的量提前储备，
美团、叮咚买菜等网购平台运转顺畅，
保证链条不断、货架不空、价格不乱。
比如南岸区 57 家重点保供企业备货
都是平时 3 倍以上，可持续满足全区
供应5天以上。

其二是抓中端，保障物流畅通。
疫情期间，重庆建立重点保供企业和

网点“白名单”300 余家，对民生保供
的重点企业不得擅自要求停工停产。
对民生物资运输货车，在中心城区内
取消通行证限制。医疗机构、药店、生
活超市、农贸市场等，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基础上继续营业，餐饮单
位可提供外卖、打包服务。

其三是抓终端，增强配送力量。
重庆各区县尤其是中心城区，增加一
线运力，提升接单履约率，尽力满足线
上消费需求，增强配送及时性，督促快
递驿站、快递柜等末端网点做好卫生
消杀。当前，重庆已落实保供车辆
1900 余辆、保供人员 3000 余名，建立
保供“白名单”，及时发放“生活物资保
供人员通行证”7400 余张，解决跨区

供应链保障人员、超市员工、货车司
机、外卖小哥等人群的需求，让民生保
障队伍有效“动起来”。

其四是抓精准，加强科学调配。各
区县以小区、楼栋为单位，建立常住人
口基础信息和需求信息台账，随时掌握
独居老人、大中小学生、婴幼儿等人群
基本需求，提高精准管理和精细服务水
平。同时合理设置物资中转站、临时存
放点，增加配送人手，确保生活物资配
送到社区、进小区，解决高风险区和特
殊人群送货入户的问题。

打通保供的“最后一米”，这是一
座城市应有的温度和担当。有了支
撑，有了保障，我们定能打好打赢这场
硬仗！

“最后一米”，不掉链子
保障“最后一米”

□本报记者 王天翊

11月20日上午11点50分，两辆
满载猪肉和蔬菜的小货车抵达两江新
区民心佳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一群

“大白”马上忙碌起来，开始分拣。
这些“大白”，大多是来自各级行

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不同单
位的党员，此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杨霞志愿服务突击队队员。

这支队伍，是本轮疫情防控工作
中，第一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志愿者
群体。队伍的“主心骨”杨霞，是中共
党员、两江新区税务局干部。她参加
过汶川、玉树等地震救援工作，持续资
助5名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困难学
子，被评为“重庆好人”。

“其实我早就想组建一支抗疫志
愿者队伍了，只是没想过叫这个名
字。”杨霞告诉记者，参与筹备的同事
提议，要发挥“重庆好人”的榜样作用，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感召更多党员干
部投身疫情防控，于是志愿服务突击
队冠上了杨霞的名字。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杨霞封
控在家期间就投入筹备工作，发动两
江新区税务局上百名工作人员，奔赴
抗疫一线。17日，杨霞所在的楼栋解
封，她在朋友圈写道：“我充满激情，收

拾行李，前往民心佳园。”
民心佳园是中心城区最早的公租

房社区，也是两江新区受本轮疫情影
响较大的区域。两江新区税务局第一
税务所副所长张伟就在这里开展志愿
服务。

“我到这里，不仅是作为党员去最
需要我的地方，也是为了‘跟到好人学
好人’。”张伟说，平日里，单位号召大
家向杨霞学习，这次到民心佳园当志
愿者，他跟杨霞学到了很多——对群
众，她说话不紧不慢，有亲和力；对队
员，她关注防护的每一个细节，无微不
至；忙起来，她去哪里都是一路小跑。

18日，来到民心佳园时，杨霞带
领的小分队只有8名同事作为队员。
到20日，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到50多
人，其中8成以上是党员。

和张伟一样，市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的高级工程师李彪，也是冲着杨
霞的名字报名加入的志愿者。在采访
中，他也反复用“跟到好人学好人”这
句谚语解释他加入队伍的原因。

李彪说，刚来抗疫时他心里还有
些忐忑，但是在杨霞的指导和鼓励下，
他越来越得心应手，尤其是进高风险
楼栋做信息采集，300多户、1000多

人，他现在只用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
受到“重庆好人”感召的，不仅仅

有党员干部，还有爱心企业。文章开
头提到的两车生活物资，就来自重庆
玛姬科技有限公司（星播）的捐赠。

企业创始人游佩告诉记者，她很
早之前就看到过杨霞持续资助5名四
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困难学子的故事，
深受感动。前两天得知杨霞又组建了
一支志愿服务突击队时，她瞬间“破

防”，于是准备了100斤五花肉、1200
斤蔬菜，以及1000个口罩和100盒药
品，通过杨霞志愿服务突击队，送到民
心佳园社区100户空巢老人、留守儿
童、困难群众和残疾人手中。

杨霞告诉记者，她现在有两个愿
望：第一个，希望疫情早日结束；第二
个，是在第一个愿望实现之前，杨霞志
愿服务突击队能感召到更多的防疫力
量，打赢疫情歼灭战。

从8个人到50多人
——看“重庆好人”杨霞志愿服务突击队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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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峰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医科大
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四
川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全力做好校园民
生和防疫物资保障。

每天凌晨4点起床配餐，为
学生送出上万份免费盒饭

“今天和室友吃上了自热小火锅，
麻辣鲜香，好开心。”11月21日中午，
重庆医科大学袁家岗校区护理学院
2019级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王敏发了
一条“色香味俱全”的朋友圈，分享着
吃到美食的快乐。

受疫情影响，重庆医科大学袁家
岗校区学生们已在寝室居住生活多
日，伙食由学校统一配送。十几天来，
该校后勤部门的干部职工每天凌晨4
点就起床备餐，与学校的17位楼长及
40多名志愿者老师一起，每日为宿舍
楼内的同学们送出上万份免费盒饭，
盒饭之外还配有水果、酸奶、牛奶等。

为改善学生伙食，11月19日晚，学
校在物流十分不畅的情况下，努力想办
法从省外调配了一辆专车，拉着由重庆
医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出资捐赠的
4500份自热火锅送达袁家岗校区，送
到寝室学生手中。

“轻骑兵”送货不停歇，6个
“爱心小铺”满足师生购物需求

四川外国语大学从 11月 13日
起，在东、西两校区共设立了6个“爱
心小铺”流动摊位，师生和居民们按照

“错峰取物、不聚集不逗留”的原则，在

相应的时间里到移动摊位购物，满足
了师生的生活需求。

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校园内，还活
跃着一支摩托车运输队，每天他们将
满载的生活物资，送到处于封闭管控
中的30余栋居民楼下。

该校后勤基建管理处张正介绍，
本轮疫情暴发后，学校两个校区实行
分区、分级管理，人员严格制动，大型
车辆禁止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保
障师生和居民正常生活物资供应，学
校紧急组建了一支由10余位后勤基
建管理处职工和物业工作人员组成的
摩托“轻骑兵”，为全校教职工家属共
计2500多人运送每日所需的果蔬肉
类等生活物资。

与20多家供货商签订保供
协议，500平方米小菜市场货品
丰富

“老师，这个包包白是今天早上才
到货的，肉也是新鲜的，尽管放心购
买。”11月21日一大早，在重庆交通
大学南岸校区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小
型菜市场里，校内教职工家属按照防
疫的相关规定，在摊位前有序采购蔬
菜、水果和肉类。

“保留开设这个小型菜市场，是为
了方便师生教职工们更多自由选择。
目前，全校储备的物资，可满足学校三

万余师生20多天的需求。”该校资产
后勤处处长田永兴告诉记者，该校在
疫情发生前就与20多家供货单位签
订了保供协议，确保了米面粮油肉以
及口罩等消杀物资的货源。

预留千余名后勤人员服务师生

11月21日凌晨6点多，在重庆邮
电大学学生食堂旁的仓库，后勤处副

处长张海军带着四五名后勤人员已经
开始协助从卡车上卸货。

本轮疫情发生，重庆邮电大学从
11月9日开始实行校园管控。学校
安排预留了1000多名后勤人员保障
后勤服务和供应，米面粮油按照7天
的储藏期，肉按照3天的储备期，蔬菜
按照2天的保鲜期储备，尽量让师生
们吃得新鲜。

宿舍饭菜不重样，整顿火锅怎么样！
在渝高校全力做好师生后勤保障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本报记
者21日获悉，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已
于11月20日23时起有序复市。

复市后的农贸城采取只批发不零
售交易模式。其内实施分区运营管
理，蔬菜、水果、冷链交易区互不交叉、
单独运行。

车辆方面，农贸城要求前来市场
的供货方货车严格执行预约登记，实
行代驾方式入场。所有车辆完成交易
后，由代驾开到指定的中转区，再由车
主贴封条后按指定路线驶离。货车驾
驶员在指定区域等候，其间严格遵守

疫情防控规定。
此外，农贸城倡导采购商驻场采

购，采购车辆即采即走。所有进入市
场的采购车辆和人员，需实行全过程
闭环无接触式管理，采购人员全程不
下车，货物由供货商负责搬运至采购
车辆上。

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复市后，农贸城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积极联系
客商、基地采购蔬菜、水果等农产品。
截至11月21日16时30分，农贸城水
果市场累计进场载货车40辆、水果
696.75吨，累计完成预约登记47辆、水

果约800吨；采购车进场87辆（包含私
家车），预计采购量将达到160吨。

截至11月21日12时，农贸城蔬
菜市场累计进场载货车45辆、农产品
约550吨，累计完成预约登记91辆、
农产品约1100吨；采购车进场25辆，
预计采购量达50吨。

双福农贸城有序复市 只批发不零售
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供应充足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连日来，
市民政局系统干部职工纷纷下沉社
区协助抗疫。截至11月20日，已有
549名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加入志
愿者队伍，累计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1315人次。

“我有核酸采样证，让我去高风
险区做入户采样医生！”“我是学医
的，我可以培训志愿者！”……

市救助管理站的朱妮家住渝北
区龙山街道旗山路社区，因居住地有
小区楼栋被划定为高风险区域，整个
楼栋540户被封控。按照社区统一
安排，她被分到核酸组，负责高风险

区入户采样和小区日常核酸检测信
息录入。穿着防护服，入户“扫楼”采
集核酸，朱妮每天都要重复上千次采
集动作。“很累，但我会坚持到胜利。”
她说。

市民政局规划财务处党员付娅
蓉和宣传信息处党员杨利同住一栋
楼，所在楼栋被划定为高风险区域封
控后，两人不约而同向江北区石马河
街道来鹿寺社区报到成为志愿者。

付娅蓉每天运送生活物资到每
户居民家门口。杨利则当起了“大
白”，和采样医生一起“扫楼”，为居民
核酸检测录入信息。

市民政系统 549名党员干部社区报到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1月
18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截至目
前，市林业系统已有220名党员、干
部下沉到抗疫一线，配合社区、村镇
开展设卡防控、核酸检测、秩序维护、
宣传引导等志愿服务工作，以实际行
动诠释林草人的绿色担当。

在南岸区铜元局街道广东山社
区，市林规院的党员张渝协助社区工
作人员开展扫码登记、信息录入、维
持现场秩序，每天坚守岗位10余个
小时。长时间劝导喊话让他的声音
有些嘶哑，几天下来，他连说话都有
些困难。

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处副处长吴婧下沉到
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学苑社区参加志
愿服务。每天她都要穿着防护服进
入封控楼栋，挨家挨户进行信息摸
排。这几天，她摸排记录的人员信息

就有500余条，“忙起来，一天只能吃
上一顿热乎饭。”

自本轮疫情出现以来，由缙云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下派至北
碚区歇马街道卫星村的第一书记杨
纯已连续一周“吃在村、住在村”。

防控物资是否充足？员工食宿
如何保障？……18日一大早，他便
和村干部们深入当地企业，督查“闭
环管理”落实情况。卫星村紧邻中心
城区，辖区企业较多，杨纯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引导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除了帮助企业有序生产，杨纯还
要负责人员管控、追阳、物资转运等，
平均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
连数天的连轴转让他的双眼布满了
血丝，口罩也难掩疲惫的面容。“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再苦再累都值得。”他说。

市林业系统 220名党员干部奋战抗疫一线

本报讯 （记者 崔曜）本轮疫
情暴发以来，市道路运输中心多措并
举、协同联动，保障应急防疫物资、重
要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畅通。

据统计，自11月12日以来，累
计调配货运应急车辆3847辆（次），
完成运输趟次1万余次，货运量约
5.2万吨。在应急运输保供工作中，
市道路运输中心还点对点为阿里、美
团等平台组织应急运力100余辆，解
决了保供企业物资运输的实际困难；
及时组织区县落实核酸检测样本外
送运力，协调优先取得重点物资运输
通行证，已累计向成都、泸州派出40

车次，顺利完成样本外送任务。
面对生活保供、应急物资运输驾

驶员出入小区、跨区域流动受阻，该
中心工作人员通宵达旦通知区县、企
业，收集整理2800余名驾驶员资料，
报送办理电子通行证。

为确保防控物资应急运输畅通，
该中心收集可调派货车司机信息，在
17家市级重点货运企业抽调1300
名驾驶员组成第一批应急运输保障
队伍，同时储备第二批由货运平台企
业、商会所属运输企业组建的应急运
输保障队伍1200人，为疫情防控提
供运输保障。

市道路运输中心 组织运力保障物资运输畅通

重庆医科大学袁家岗校区师生吃上学校提供的自热火锅。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疫情
防控刻不容缓，哪个岗位需要我，我
就去哪个岗位!”从11月12日起，团
市委高校工作部干部梁辉第一时间
响应沙坪坝区联芳街道学堂堡社区
号召，就地转为防疫志愿者，投入到
小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重庆日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自
本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团市委
以机关党建统揽机关管理，第一时间
向直属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出
带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广大
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疫而行，进社

区、亮身份、见行动，火热投身疫情歼
灭战。

截至目前，团市委直属机关已有
302名党员干部向社区报到，260名
处于封控区域的党员在街道社区党
组织统一指挥调度下，就近就便参与
核酸检测、“两码”核验、信息登记、秩
序维护、物资配送等志愿服务，带动
全市各级团组织、团员青年和团干部
用“志愿红”守护群众的“健康绿”。
同时，团市委还组建社情民意调查工
作专班，线上线下听民声、访民情、知
民意、解民难。

团市委直属机关 260名党员投身一线志愿服务

本报讯 （记者 苏畅）11月21
日，记者从市乡村振兴局获悉，我市
乡村振兴系统干部全力为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贡献“乡村振兴”力量，牢
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我们第一时间发出《致市乡村
振兴局机关全体党员的倡议书》，建
立每日调度和领导带头制度。”市乡
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干部职工
积极下沉社区，从事采集核酸、卡点
值守、小区巡逻等志愿服务工作。

市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周松参与江北区石马河街道石子山
社区的抗疫物资发放，信息处副处长
汪洋到南川区西城街道永隆社区核
酸检测点帮助维护秩序，综合处一级
主任科员吴娱到渝北区回兴街道宝
圣东路社区协助核酸检测……

酉阳县乡村振兴局组建“党员突
击队”和“机关干部下沉一线队伍”，
下沉到村（社区）对368户2600余人
强化疫情防控宣传，做好秩序维持、
测温查码、信息登记等工作。

垫江县乡村振兴局干部每天下
沉一线乡镇（街道）、村（社区）、交通
卡口、居民小区等，轮流开展值班值

守、核酸检测等工作，累计排查群众
50余万人次。对脱贫户、监测户等
低收入人群开展电话访问7000余人
次，全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
1000余个。

巫溪县乡村振兴局选派30名党
员干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下沉到
结对网格小区，开展24小时轮流值
班值守，建立常住人口、流动人员、重
点管控人员三本台账，目前已全覆盖
摸排走访网格居民136户279人。

新冠肺炎疫情给农村群众生产
生活带来较大影响。市乡村振兴局
围绕“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主线，
充分发挥防止返贫监测网格员的“前
哨”作用，积极做好疫情致贫返贫风
险预警，重点关注老弱病残等特殊群
体，对因疫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及
时落实综合保障政策，做到“发现一
户、监测一户、帮扶一户”。

此外，市乡村振兴局还会同市农
业农村委，持续开展应对疫情影响监
测调度、培训，高度关注脱贫群众生
产生活，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增强
群众科学防护意识，全力构筑农村疫
情防控网。

市乡村振兴局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